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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澜

轻快的大课间铃声响起，长兴县煤

山镇中心小学的操场瞬间沸腾起来：有

学生冲进笼式足球场地，和队友们展开

快乐攻防；跳绳小分队绳子甩得嗖嗖作

响，围观同伴的呐喊声直冲云霄；还有

学生化身“小华佗”，以虎、鹿、熊、猿、鸟

的姿态演绎校园版“五禽戏”……在长

兴，“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周一场比赛”已

成为义务教育学校的标配，操场上学生

欢笑奔跑是校园里最亮丽的日常风景。

近年来，学生体质健康成为全社会

关注的焦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

是强调，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

康干预，让年轻一代在运动中强意志、

健身心。和长兴一样，为积极引导鼓励

学生放下纸笔、走出教室，我省各地各

校多措并举促成学生迈出这关键的“第

一步”——

明底线，有时间动起来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年）》明确提出，落实健康第一教

育理念，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

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

小时。今年1月，浙江90个县（市、区）

领到了一份特殊的“寒假作业”，即在当

地选取若干学校试点，制订“每天一节

体育课（体育活动课）”的教学计划，于

春季新学期开始实行。

这项改革的雏形出现在温州。

2024年秋季学期 ，在省教育厅的部署

下，温州在170所义务教育学校试点

“每天一节体育课（体育活动课）”。一

学期下来，试点学校克服课程调整、师

资短缺、场地紧张等困难，对学生在校

时间进行规划，探索“3+1+X”和“4+X”

模式，为全省推广奠定了基础。

2025年春季学期以来，全省教育

系统以最强决心、最大力度保障学生

运动时间。湖州市教育局发布《关于

加强和改进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若干措

施》，从打造面向人人的体育赛事体

系、加快提升体育教师队伍建设水平

等9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让“背后

有汗、眼里有光”成为湖州学生的鲜明

标志；金华市教育局统筹推进“每天一

节体育课（体育活动课）”分层试点，严

格落实专课专上、掉课必补制度；杭州

通过优化课程形式、丰富体育项目、接

入AI评价等方式全面推动“一天一节

体育课”试点工作；宁波市教育局制发

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中小学校课间活

动安排保障中小学生综合体育活动时

间的通知》，优化学校体育项目布局，

明确每节体育课应达到的运动密度，

组织编写《体育趣味游戏集》，营造良

好的校园体育氛围。

放眼全省，浙江已构建“体育课+大

小课间+特色课外活动”的“1+N”多元

体育活动机制：每天至少一次30分钟

的“阳光大课间”，开展操类、走跑类、球

类等体育活动，让学生跑向操场；试点

开展“15分钟小课间”，探索通过“加长

版”小课间，让学生走出教室伸展身体；

开展“N”项课外活动，如跳房子、抖空

竹等可以在小空间内随时进行。

多项举措切实保障了学生的运动

时间，“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脚下有力”

的目标照进现实：截至目前，全省有

305所小学和59所初中响应“课间15

分钟”号召；2024年，全省各校共开设

了3.8万门“运动+”课后服务课程，81

万名学生报名参加。

强硬件，有空间动起来
上午10点，又到了杭州长江实验

小学武林府校区的大课间。这所藏在

市中心弄堂里的学校因占地面积有限，

没有标准操场，主要的运动场地是沿着

教学楼建起的6条塑胶跑道、二楼平台

上的小广场及五楼大平台。如此狭窄

的校区内却可容纳18个班的700多名

学生锻炼，这背后是学校因地制宜开发

和拓展的活动空间：一楼跑道跑圈，二

楼平台跳绳，跑道边空地踢毽子、跳皮

筋……35分钟的体育大课间里，此起

彼伏的欢笑声洒满了校园的每个角落。

让学生动起来，空间和时间同样重

要。记者了解到，全省各校不仅高标准

建好各类体育场馆设施，还将楼道边等

“金边银角”转化为活动的“微空间”，营

造沉浸式运动氛围：嵊州市城北小学把

花园改建成活动园，开辟出游戏园、健

身园、乒乓园等活动区域；海宁市职业

高级中学将3处天井改造为全天候羽

毛球场；江山市滨江高级中学在3个集

会广场空地新增了30组引体向上器材

和63片立定跳远场地；金华市婺城区

汤溪镇中心小学操场观礼台墙壁被安

上了五颜六色的攀岩岩点，学生们争先

恐后地来“飞檐走壁”……

此外，还有不少学校在地面上绘制

游戏图案，在走廊上安装AI运动智能

屏，在墙面上安装吊环、摸高器、挂杆等

设备，精打细算地用好每一条连廊、每

一个拐角、每一方天井、每一面墙壁。

这几年，全省不少热门中小学的学

生人数逐年增加，校内运动空间稍显局

促。当校内空间资源逐渐饱和，不少学

校把目光投向了校外。他们尝试链接

外部资源，拓展学生的运动空间：温州

市建设小学五马校区突破老城区场地

限制，将体育课堂延伸至五马历史文化

街区，创新打造“街区体育课”模式；温

州市瓯海区潘桥第二小学将首届田径

运动会搬到温州绕城高速西南线（潘桥

段）桥下运动场举行，活用城市空间。

抓软件，有兴趣动起来
有时间有空间去“撒欢”是动起来

的前提条件，提升学生参与运动的热

情，使他们真正爱上运动才是根本目

的。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少学校

的体育项目玩出了新花样，吸睛又好玩。

在运动时间“扩容”的背景下，丢手

绢、丢沙包、跳皮筋、抖空竹、跳竹竿舞、

走高跷等传统文体游戏重现校园，与

10后学生擦出火花。“200米的操场，学

生直接跑圈很难坚持下来，但是拿着铁

环就不一样了，不知不觉三四圈都跑下

来了。”嘉兴市秀洲区磻溪教育集团桃

园小学校长仲小伟介绍，该校自2013

年起将小高跷、滚铁环、跳皮筋、抽陀

螺、抖空竹、大高跷等非遗纳入体育课

程体系，一至六年级每个年级对应一

个项目，“这些项目成本低、易上手、趣

味性强，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很高。”而

湖州市练市镇练市小学每周都有一节

体育课，专门教授浙江省非遗项目——

练市船拳，并在大课间让学生练习套路

运动。

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各地

还积极与国际赛事接轨，借助亚运会红

利，通过购买服务、接受公益捐赠、引进

专业人才等方式，引入棒球、垒球、曲棍

球、匹克球、网球、橄榄球等项目，丰富

体育课程资源。

此外，还有学校巧借青少年中兴起

的“搭子”文化，让运动冠军、校长等带

头锻炼，成为学生的运动拍档：在浙江

大学“浙青年·爱运动”五四主题活动

上，校长马琰铭领跑“青年跑团”，世界

冠军傅园慧为拔河友谊赛吹哨，奥运冠

军王懿律与新生切磋球技；杭州师范大

学第一附属小学校长俞富根坚持7年

带学生在校园和西湖边晨练；杭州市萧

山区靖江初级中学校长冯柯陪初三学

生练中考体育……他们矫健的身姿、飒

爽的风采带动了一批批学生效仿跟随。

据悉，为了保障学生动起来，我省

先后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从政策层

面对全面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作了全面部署，推动全省

学校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将大课间活

动、课间操和眼保健操列入作息时间

表。2016—2021年，教育部每年开展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现场抽查复核，我省

的合格率、优秀率均排名全国第一。今

年，我省还入选了全国深化学校体育高

质量发展试点。

走出教室“动”起来

记者观察记者观察

编者按：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加强学生体质健康管理的必要性日益凸显。本报即日起推出“关注学生体质健康管

理”系列报道，挖掘各地各校典型经验做法，介绍推动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浙江经验，敬请垂注。

本报讯（记者 王 东 通讯员
田益奋）最近，为期一个月的“浙江省高

校名师辅导员成长引领计划”数字主题

展正在杭州展出。这场由省教育厅首

创的数字主题展，以全景式、交互式、沉

浸式的方式展现了浙江高校优秀辅导

员的精神风貌和学习成果。

只见1200平方米的展厅里人头

攒动，51块数字屏幕流光溢彩。随着

导览员充满激情的解说，人群依次穿

过“序言”“导师群像”“教学实践”“成

果示范”等4个篇章。他们在名师班

学员画像的数据驾驶舱前驻足，在数

字演播厅里观看名师班发展历程，用

指尖轻轻划过“百人墙”，在5D全息

影像屏前留下合影，穿越时光信笺激

励初心，收藏一张导师亲笔寄语的明

信片，聆听名师班导师的现场微课教

学……

虚实相融、人机交互等技术的应

用，给参观者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沉浸式

体验。扫描全国“最美高校辅导员”、浙

江大学教师项淑芳的“百人墙”二维码，

她仿佛就在身边向你娓娓道来，随时随

地都能隔空“对话”。

“办好一场数字展，远比实物陈列

展要难。”名师班班主任、省教育厅宣传

教育与统战处调研员丁晓介绍，实物本

身就会“讲故事”，而冷冰冰的屏幕却不

能。主题展突出数字化表达、数字化呈

现，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给参观者带来了突破传统、耳

目一新的难忘体验。

虽然策展人都是从高校辅导员跨

界过来的非专业人士，但是他们细心地

打磨每一个创意、每一处细节。备展的

3个月里，他们准备了8次主视觉修订

稿、10版进度推进表，积累了70.4GB

的素材内存、438个文件夹，还有近12

万字的文稿及3000张明信片等。

据介绍，“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

成长引领计划”是由省教育厅宣教处与

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浙

江大学）携手推出的创新之举。自

2018年以来，共培养了123位优秀辅

导员，累计获得了387项省级荣誉、195

项省厅思政课题，发表了102篇核心期

刊论文、23部专著，涌现出2位全国“最

美高校辅导员”、1位全国“高校辅导员

年度人物”、2位全国高校辅导员素质

能力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以及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等。

打造思政教育的沉浸式体验
浙江高校名师辅导员推出数字主题展览

民俗游戏入课间

近日，绍兴市柯桥区华舍小学举办课间游戏设计
评比活动，挖掘传统民俗游戏精髓，提炼出20个兼具文
化传承与趣味益智的课间游戏。图为师生将传统游戏
编花篮和仰卧起坐相结合，设计出新玩法。

（本报通讯员 杨 春 沈惠萍 摄）

专家研讨
“生涯规划+心育”新路径

本报讯（通讯员 孙 博）近日，“生涯规划和心理健

康教育结合助力学生成长”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下沙高教

园区举行。

近年来，浙江大力推动生涯规划教育理念和相关实

践在各地各校落地，但就如何将生涯规划教育渗透到学

科教育中，特别是和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等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积极心理和学习力等方面还有

待探索深入。

研讨会现场，来自省内外的教育教学、心理健康、高考

改革和生涯规划研究专家围绕“生涯规划教育的实践难题

与破局思路”“心理健康教育中家校合作的必要性和实施

模式”“生涯规划与心理健康教育特别是积极心理学结合

的可行性和路径”等论题展开深度研讨。浙江省教育考试

院原院长葛为民认为，生涯规划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应

树立两个理念：一是适合的是最好的，盲目地“攀高”会

造成很多心理问题；二是生涯规划和心理状态调适是动

态的过程，需在自我认知与客观现实交互作用中实现。

会上，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主任何东涛分享了对浙

江在生涯规划和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起步早、走得稳、成

效显著的体会。浙江省教育宣传中心主任薛平介绍了

杭州第四中学、绍兴市第一中学等学校的案例，提出生

涯规划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目标是人的发展。21世

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强调了完整的而不是局部的

体验对学生准确认识自己和职业岗位适配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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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评选
首届中小学生“小工程师”

本报讯（通讯员 方 晨）近日，温州举行首届K-12

“小工程师”现场评审活动，这是该市首次针对学生技术

与工程能力及素养组织评审。

此次“小工程师”评审项目分为两类，一是电子控

制、智能制造类，二是结构设计、传统工艺类。具体作品

选题则分别为“老人防盗空间的制作”和“桥梁设计与制

作”，参赛学生可以选择其中一项，依据提供的情景和要

求完成，并通过现场展示和讲解，向评委介绍项目的设

计思路、创新点和实际效果。

据介绍，此次现场评审重点聚焦学生的跨学科融合

能力。例如，在老人防盗空间的设计和制作中，学生需

利用物理原理设计门窗防盗装置，选择合适的材料确保

防盗设施坚固耐用，借助信息技术实现智能报警功能。

活动鼓励学生运用物理、数学、工艺操作等综合知识跨

学科解决问题。当天，温州全市共有470名学生参加了

此次评审活动。

据了解，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与青少年技术

与工程教育教席试点区，温州致力于探索前沿的科技教

育模式，新构建的温州“小工程师”培养体系覆盖小学、

初中和高中各个年级段，促进科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

推动家长和学生关注技术与工程素养。

本报讯（记者 江 晨）5月15日，浙江

省高校毕业生高新区专场双选会暨首届“高

校—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学研供需对

接活动在杭州钱塘新区举行。活动旨在落

实教育部“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工业和信

息化部“百园百校万企”创新合作行动要求，

聚焦做深做透创新浙江建设“两篇大文

章”。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峰出席

活动并讲话。

陈峰表示，高新区是培育高新产业和高

新企业的主阵地、主平台。教育系统有信心

为高新区推荐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富有

市场前景的科技研发成果，帮助高新企业在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上，抢占科技和人才

的先机。各高校一方面要优化人才供给，提

升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匹配度；另一方面要

把科研做进车间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不断

畅通校企“信息互通”的桥梁和“价值共创”的

路径。青年大学生要积极地投身高新产业，

奔赴经济建设主战场，努力用青春和智慧书

写“青春万岁、强国有我”的时代新篇。

活动集中发布了浙江高校科技攻关标志

性成果、浙江省首批未来产业技术产品和场景

应用需求清单，编制印发《浙江高校科技创新

攻关典型成果汇编》《浙江“高校—高新区”产

学研合作通讯录》。活动积极响应“产业教授”

“科技副总”选派工作，在前期校企需求对接基

础上，遴选了若干省属高校和高新区企业代表

互聘“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以促进高校和

高新区企业建立常态化人才共享互聘机制。

活动现场，近200家企业、科研平台提供

优质岗位 3500 余个，6000 余名 2025 届、

2026届毕业生现场投递简历参与双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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